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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提升生态风景园林施工技术的有效途径
吴保松

（合肥市包河区环城公园管理处，安徽 合肥 230000）

0 引言
生态风景园林是用于改善城区环境质量的关键项

目，依赖于绿化、灌溉、施工各项工艺，尝试扩增城区绿

化区域，丰富绿植类型，优化城区空气。工艺进行期间，

含有多种交叉工序，需保证工程落实的规范性，遵循区

域文化思想，构建极具特色的风景，以此改善城区整体

面貌。为此，针对园林工艺，探索强化工艺效果的有效

路径，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1 有效增强生态园林工艺能力的具体路线
1.1 据实调整方案内容
项目负责人可有效细化工艺任务，确保工艺进展的

高效性。工艺任务完成，需全面检查工艺成果[1]。管理人
员需及时联系设计人员，以此保障各景观工艺进展质

量，达到景观美化的技术目标。比如，园林项目的技术

次序为：优先确定绿化处理区域，再搭配绿植与花卉，

设定文化理念，形成具有层次性、色彩和谐的绿植景观。

1.2 园林苗木栽培与运输
绿植的选种、栽培效果，是决定园林绿化质量的关

键因素。为此，施工前期，需加强苗木质量的把关，积极

掌握苗木质量特点。准确查看苗木表层、外侧的受损情

况，核对苗木数量的准确性，对比苗木外形的美观性。

苗木栽培需结合园林工程任务的实际气候特点，参照

苗木的栽培需求，规范落实移植操作，以此显著增强苗

木的成活性。选种完成，需规范操作苗木的存储工作，

防控苗木根部受损。苗木运输期间，应加强运输装卸管

理，防止苗木受损，切实减少苗木运输损坏问题。如果

树木外形特殊，需侧重保护根部，采取全包裹形式，供

应充足水分。

1.3 园林小品的有效设计
规划园林小品，需选用能耗较低的用料。比如，园

林小道处使用节能灯具，以此减少园林能耗量；园林雕

塑设计，可选用低碳用料，以此降低石材消耗数量。园

林小品设计期间，尽量选用区域内的植物，以此保证植

物栽培的成功性，顺应区域植物栽培的实际特点，以此

保证园林小品规划的美观性，凸显绿植环保功能，提升

绿植搭配的有效性。

1.4 有序规划施工养护工作
1.4.1 植被修剪

风景园林工程任务完工后，需开展绿植修剪处理，

以此保障树形的美观性。借助修剪操作，能够增加绿植

各枝条的光照充分性，可显著增强绿植生命活力。由此

发现：园林养护期间，需配合规范的修剪处理，以此强

化工艺效果。修剪后需加强绿植光照管理，以此保障绿

植的生长质量。比如，喜温植物，要求温度不小于 15℃，
方可进入高效生长阶段。为此，植物养护人员需结合绿

植的实际生长状态，关注实际的环境温度情况，给予有

效的修剪处理。修剪期间，优先去除有病害的枝条，其

次依照疏剪要求，提升植物间隙，形成较高的植物通风

性，减少病虫聚集。

1.4.2 防病管理
园林内的植物养护，主要是增强植物生长能力，减

少病虫害形成的养护威胁。因此，在绿植养护期间，需

加强病害控制，以此防控病害问题。比如，对于植物往

期实际发生的病虫害，加以防控干预，以此增强绿植生

命力。防治病害问题，需划分绿植区域，按绿植品类，逐

一开展防病工作，确保防护质量[2]。
1.4.3 植物灌溉

风景园林项目中，植被栽培成功后，为绿植补充所

需水分。补充灌溉可采取灌溉形式，以此保障补水效

果。当绿植移栽成功后，需及时进行绿植补水。每间隔

摘 要：本文整理了各类增强生态园林工艺能力的具体路线：保证图纸设计的合规性、建立全面的
工程管理体系、据实调整方案内容、有序规划施工养护工作、关注先进工艺的融合等；以海绵思想为视
角,以雨水分离为施工方向,探索 JH实例园林的工艺效果改进措施：引入植草砖、绿色屋顶等,以此增强
园林内雨水管理的综合能力,补充绿植所需的水分,发挥海绵思想的工艺融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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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进行一次补水灌溉。浇水量需结合植物类

型、土壤含量等因素，综合确定。灌溉时间应绕开正午

时间，灌溉形式需结合植物方位、土壤状态等因素综合

确定。比如，乔木，滴灌；陡坡处绿植，喷灌。如果园林所

在区域，发生较大量的降水事件，需给予有效的防洪涝

处理。在园林地势较低的位置，添加排水沟，保证排水

设施的清洁性，增加排水的高效性。

1.5 关注先进工艺的融合
先进工艺能够显著提升园林的工程效果。现阶段，

国内园林工艺逐步完善，各施工组织需有效利用先进

工艺，积极增强园林工程质量。比如，采取定点放样技

术，可准确获取工程操作点位，以此保证工艺质量。技

术操作流程如下：①加强局部区域的有效控制，保证工
艺适应周边区域的施工要求。②选择适宜的放样方法，
积极清除潜在威胁。③结合实际需求，布设控制点位，
以此增强设计质量。

1.6 加强施工者能力
工人操作的规范性，是保证工程进展质量的关键

因素。为此，园林项目责任人需合理规划工人的学习任

务，有效增强工人的技术能力。结合工程任务的实际需

求，制定有效课程，保证工人技术操作的规范性。

2 “海绵+雨水分离”视域下,增强风景园林效果
的施工实践
2.1 JH园林简述

JH园林规划区域有 484hm2，区域内东西走向的长
度约有 400m，地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特点，东西两侧
的高度差值约为 100m。园林区域内并未设计主要道
路，所在位置较为偏移。园林内设有若干条河流，区域

内降水量充足。此园林区域内设有多个分区，包括密

林、农耕、居住等。人们居住的建筑区域，采取屋顶蓄

水、雨水花园景观设计方法，以此顺应海绵城市的工艺

理念，切实提升工程效果。地面选用植草砖，提升雨水

的储蓄能力。园林入口位置增设彩叶树，提升绿植景观

规划效果。绿化区采取大规模的树池施工方法，提升乔

木、灌木的搭配质量。树池周边增设坐凳，供人们休憩

观赏。大区域的树池，可显著提升雨水吸收效果，增强

水土涵养能力。密林区，以原生树种为主要栽培方向，

同步增加部分其他树种，增加园林的林分层次。增设木

质栈道，保证密林的通行效果[3]。
2.2 生态景观的工艺方法
2.2.1 透水设计
（1）植草砖。植草砖的施工项目是以海绵城市思想

为视角，增强 JH园林的蓄水能力。设计期间，在园林停
车区域设计成“植草砖”样式，便于收集雨水。植草砖施

工用料，可选用建筑垃圾材料。国内建筑垃圾资源充足，

在全数垃圾中占比约为 35%。为此，使用建筑垃圾，进
行材料粉碎处理，再用粉碎用料制成再生混凝土。此种

再生用料，是国内建筑垃圾循环使用的有效方式。图 1
为植草砖工艺。

相较于其他植草砖，建筑垃圾再生的用料表现出

更强的蓄水能力，可以有效缓解水土流失，具有较强

的环境效益。此种植草砖用料的生产方式更具成本经

济性。

（2）透水铺装。在绿化通路区域使用透水材料，以
此增强雨水下渗效果。园林庭院处增设了鹅卵石，此种

材料铺地设计，能够打造优质景观，提升雨水收集的高

效性。透水混凝土具有较强的环保性，可在雨季高效收

集雨水资源，旱季可蒸出雨水，以此缓解地面积水问

题，调整旱季雨水不足问题，构建成园林特有气候。诚

然，透水材料长时间使用后，会有粉尘、杂物形成渗水

孔的污染问题。渗水时可有效清洗渗水孔，此种材料具

有一定自洁功能。同时，透水用料的噪音消除能力较

强，可保证雨水存储质量，形成园林路面景观。为此，园

林施工任务，可增加透水设计项目，以此保障园林路面

的工艺质量[4]。
2.2.2 绿色屋顶

绿色屋顶是使用硬质铺装材料组成的屋顶。此种

屋顶设计，可有效扩增绿化区域，具有优异的景观设计

功能。由于屋顶所在的地理方位，具有一定特殊性，应

平面图

剖面图

图 1 植草砖的施工技术
注：图中单位为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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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植物搭配的合理性，以此发挥绿色屋顶功能。屋顶

位置的光线较强，有助于植物生长。屋顶处温差较大，

夜间风力强。屋顶相比地表水分较少，需给予必要的保

水处理。屋顶含有平面、坡面两种类型，各类屋面需搭

配多种植物，以此保障屋顶质量。

屋顶绿化的整体结构含有多个层次：植被层、水滤

层、水管层、保水层、防水层等。植被层在最外侧，用于

接收雨水，植物吸收雨水后，雨水达到种植区，种植区

使用土壤，应以质地较轻的土料为主。水滤层可有效补

充植物营养需求。排水层可有效输出雨水。

2.2.3 雨水花园
雨水花园与 JH的居住建筑需至少保持 3m距离。

雨水花园设计选择曲线型，以此增强设计的美观性，使

雨水花园具有较强的生态性，雨水花园设计方案如下：

①选用园林内的本土树种，减少外来树种的不适应问
题。②树种选择以抗水、抗逆性为主。③侧重选择根系
发达的绿植，以此提升土壤、水分的保持效果。JH项目
的雨水花园，规划在凹地，以此防止降水量较大形成的

不利作用。雨水花园选用的绿植组织方案为：萱草、夹

竹桃、落叶松等。采取土方砌筑施工方法，将雨水花园

建造成乐园区域。

2.2.4 自然排水
自然排水有多种施工方法，其中，坡面排水最为常

见。长度较大的坡面，可有效进行排水，保持土壤涵养

效果。坡面植物可使用络石，以此降低径流速度。络石

的有效使用，可增加绿植根茎与土壤接触的密切性，减

少水土流失问题。络石花开于 3月，花落于 7月，具有
较强的抗污效果。

2.2.5 储水设备
使用新型储水设备，以此增强园林工艺效果。使用

多个雨水蓄水单元，有效拼接成的贮水池。PP雨水模块
表现出较强的材料清洁性、质地坚硬性、组装便捷性等

优势。在储水池周边添加防渗土工布，可设计成储水

池。收集的雨水，可用于水景观设计、地面冲洗等。

2.2.6 墙体绿化
墙体绿化可有效控制雨水流速，降低热岛效应的

形成可能性，提升雨水收集的高效性。墙体绿化有 3种
施工方式：①使用攀爬绿植进行墙面施工。②在墙面表
层添加养殖箱体，便于植物在墙体表层生长。③将前两
种工艺结合。第一种绿化工艺，适用于墙面不高的项

目。后两种墙体绿化工艺，适用于墙面较高的情况。墙

体绿植可增加雨水的附着效果，控制地面雨水的排出

量。种植池能够有效净化雨水，补充植物的养护用水需

求。植物设计，可综合植物生长能力、墙面绿化美观需

求等因素，进行合理选择。墙体绿化的色彩设计，主体

色彩为绿色，可搭配亮度颜色，增加墙面绿化的点缀

效果[5]。
2.2.7 净水区设计

JH园林中增设了净水区，以此保障水管质量，提升
工艺效果。湿地具有较强的净水功能，分布在园林的上

游水库周边，上游水源可保障区域的供水需求。湿地区

域水深度达到 36cm，输水管线于表层 0.5m位置添加了
多孔管，以此保证出水顺畅。水体达到湿地后，净化时

间约为 4d。净化水体选用的绿植，具体包括：芦苇、再力
花等。水中生长的植物，选用“金鱼藻”。岸上观赏绿植

设计方案：垂柳、枫杨。此种湿地设计的优势：①能够高
效净化水体，发挥湿地绿植的净水功能，有效沉积水体

泥沙。②保持空气的净化效果，湿地可增加植物类型，
叶片具有较强的灰尘清除能力。③观赏性极强。湿地具
有一定美观性，可丰富园林的景观类型，带给人们全新

的园林观赏体验。

2.3 工艺提升效果
JH园林建成后，具有优异的雨水管理能力，可保证

园林内用水需求，增加雨水收集效果。经实践证明：海

绵思想与雨水管理的联合应用，可显著增强园林工艺

质量。

3 结语
综上所述，结合生态园林各个项目的进展情况，需

加强生态园林规划，以此有效改善市区的美观性，发挥

园林的生态价值。工艺实践中，工程组织需融合新型工

艺、先进思想，优化原有的工艺体系，提升技术效果。JH
项目以海绵城市为视角，重构优化了原有的水管线路，

尝试有效收集雨水资源，积极发挥植草砖功能，显著增

强园林内部的工艺质量，高效补充植物所需水分，促进

生态园林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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